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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大厂锡矿泥盆纪中基性火山岩的发现及意义

刘陈明，秦德先，燕永锋
（昆明理工大学 矿产地质研究所，云南 昆明 :;$$<!）

摘 要：笔者近年在广西大厂锡矿泥盆纪地层中发现了中基性火山岩，这一发现对解释有关大厂锡矿床的形成机制

和找矿研究具有重要意义。本文详细报道了新发现的火山岩的地质特征和岩石学特征，并初步探讨了火山岩与成

矿作用之间的关系。显微镜下薄片鉴定显示该火山岩主要为玄武岩、安山岩类岩石，同上下围岩呈整合接触关系，

具有纹层条带等典型的沉积构造特征，其产出层位的上下围岩含有大量竹节石等海相化石，应为海相喷发环境。矿

化特征分析认为，矿石和层状火山岩之间关系更为密切，矿石对于层状火山岩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和一致性关系，成

矿物质来源可能与火山作用有关。推测该矿床为海相火山 喷流热水沉积 后期叠加改造成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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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大厂锡多金属矿床，简称“大厂锡矿”，是国

内外著名的超大型锡多金属矿床。关于大厂锡矿的

成因，一直存在着多种争论：陈毓川等（"<<!）认为花

岗岩及其成矿演化是锡多金属矿床形成的主要控制

因素；蔡宏渊等（"<6!）、张 国 林 等（"<65）、韩 发 等

（"<6<，"<<$，"<<5）提出矿床为同生火山喷气成矿的

观点；廖宗廷（"<<@）认为矿床应是和热水沉积事件

相关的成矿活动；秦德先等（#$$#，#$$6）提出矿床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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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（火山）喷流热水沉积 后期叠加改造成因。近几

年在大厂锡矿的研究中，继在“东岩墙”发现了“玄武

玢岩”后（李晓等，!""#），笔者又在黑水沟中泥盆统

层状锌铜矿体及其含矿岩系中发现了中基性火山

岩。在此之前，叶俊等（$#%#）、吴诒（$##$）、秦德先

（!""%）在该地区也有发现中基性火山岩的报道，但

并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的地质学、岩石学等方面的研

究，也没有深入探讨该火山岩与成矿作用之间的关

系。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，深入报道了新发现

的大厂中基性火山岩的地质学特征、岩石学特征，以

期对解释大厂锡矿床的成因以及今后的找矿研究提

供资料。

$ 地质概况

大厂锡矿位于江南古陆西南缘、右江盆地北东

侧丹池成矿带中部，属古特提斯构造域和太平洋构

造域的复合部位，是海西 印支期右江被动陆缘裂谷

盆地北部的一个断裂凹陷盆地。

出露的地层有泥盆系、石炭系、二叠系、三叠系

和第四系。其中泥盆系为主要赋矿地层，也是发现

中基性火山岩的层位，地层由下向上依次为：! 下

泥盆统（&$），下部以浅灰色中细粒石英砂岩为主，上

部以深灰色、黑色泥岩、页岩夹砂岩，总厚度超过%#"
’。" 中泥盆统下段纳标组（&$!!），主要为生物礁

灰岩，厚度约!("’，主要赋存$""#、$")#矿体；上

段罗富组（&!!"）以泥岩、“似矽卡岩”以及层状基性火

山岩为主，总厚度达$!"$!("’，赋存有#*#、#)#、

#+#层状、似 层 状 矿 体。% 上 泥 盆 统 榴 江 组 下 段

（&$,"）以灰黑色硅质岩为主，厚度!"$%"’，赋存有

#!#矿 体；中 段 五 指 山 组（&!,#）下 部 宽 条 带 灰 岩

（&!,#-），厚度$($!+’，中部细条带灰岩（&!,#.）厚

度$%$!,’，赋 存#$# 矿 体，上 部 扁 豆 状 灰 岩

（&!,#/、&!,#0）厚 度%"$$$"’；上 段 同 车 江 组

（&,,$）主要为一套浅海相陆源细碎屑沉积，厚度,*"
$,("’，是大脉状、细脉带矿体的赋矿层位。

据区域地质和地球物理研究结果，本区构造线

方向为北西，基底断裂构造主要是北西向和南北向

断裂。加里东运动后，地壳沿12向和31向基底

断裂发生裂陷，形成裂陷盆地。海西运动早期，124
31向同生沉积断裂控制了泥盆纪的火山喷流热水

成矿作用以及层状矿体的形成。印支运动时期，在

15432向挤压应力的作用下了形成了12向的褶

皱和断裂。燕山运动晚期，在15向挤压应力的作

用下，在早期12、31向的断裂的交汇处，伴随花岗

脉岩、变玄武岩、花岗岩的贯入作用，发生了改造成

矿作用，形成了大脉状、细脉状矿体。

! 火山岩系及矿化特征

!6" 火山岩系产出特征

新发现的中基性火山岩系主要产出在中泥盆统

上段罗富组（&!!"），地层由下而上描述如下。

! 罗富组下层（&!!"-）：灰绿 暗绿色、褐红 肉红

色薄$中厚层状“似矽卡岩”为主，夹少量浅灰色泥

岩、泥灰岩。“似矽卡岩”主要由石榴子石、透辉石、

透闪石、绿帘石、绿泥石、硅灰石及石英、方解石等组

成。厚度#"$$+"’，与下伏下泥盆统纳标组整合接

触。" 罗富组上层（&!!".）：上部以灰黑色薄层状泥

岩为主，偶夹浅灰色页岩、泥灰岩。下部为层状火山

岩，主要岩石类型有玄武岩、安山玄武岩、泥灰岩及

沉凝岩。厚度,"$$""’，与上覆上泥盆统榴江组整

合接触。% 上泥盆统榴江组（&$,"）：灰黑色至黑色

隐晶细粒结构硅质岩，具纹层状和条带状构造，主要

成分为石英，含有少量的泥质和碳酸盐，碳质含量较

高，厚度,"$$""’。

火山岩同上下围岩呈整合接触关系，具有纹层

条带等典型的沉积构造特征。火山岩产出层位的上

下围岩中含有大量竹节石等海相化石（黄宏伟等，

!""#），火山岩应为海相喷发环境。通过钻孔柱状图

（图$）分析对比，矿区中泥盆统中的火山岩从南往北

厚度逐渐变薄，岩石基性程度总体降低，火山作用有

明显减弱的趋势，可能暗示火山机构在南部，火山作

用由南往北加强。

!6! 锌铜矿化特征

层状火山岩产出的火山 沉积建造是黑水沟 大

树脚锌铜矿床的主要含矿岩系，其中赋存有#*#、

#)#、#+#锌铜矿体（陈毓川等，$##,）（表$）。矿体主

要产在火山岩及其底蚀作用形成的矽卡岩中，呈层

状、似层状与围岩整合关系，沿长、延伸大，厚度小，

具同生沉积的产状特征。微量元素研究结果显示

（秦德先等，!""!），层状火山岩中锌铜含量非常高，

说明锌铜矿体对于火山岩具有继承性和一致性关

系，矿体实际上是其中锌铜含量达到工业品位的含

矿火山岩。赋矿的绿帘石矽卡岩，其实是气孔状玄

*(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,$卷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 

 



图! 广西大厂中上泥盆统火山岩柱状对比图!

"#$%! &’()*+,-.’--/(,0#’+’1*#22(/,+2)33/-4/5’+#,+5’(.,+#.-’.67#+4,.8,+$!

武岩蚀变的产物，通过镜下斜长石斑晶被绢云母取

代，辉石斑晶被绿帘石取代并保留其暗化边结构特

征可以恢复原岩。在9:"、9;"、9<"矿体之上，是大

厂矿田最主要的赋存在上泥盆统硅质岩中的9!"、

9="层状矿体。中基性火山岩的发现意味着在大厂

矿区地壳深处有热源的存在，其与火山岩相关的热

泉活动导致海底含矿热水沉积成矿作用，它不仅能

为热卤水循环提供所需的热能，而且可能成为提供

丰富矿质的来源。

! 秦德先，李 晓，刘陈明，等%=>!>%大厂锡矿泥盆纪地层控矿规律与成矿预测研究%内部研究报告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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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! 黑水沟 大树脚矿床矿体属性表（资料来源同图!）

"#$%&! ’(&$)*+,(),&(-+-#$%&).-/&0&12/314)35*#2/361#))(&*&,)21-（*#-#2)3(7&2#2.)(8149!）

矿体

形态

含矿

岩石

产出地

层层位

矿体

编号

控制规模／! 矿体产状 矿物组合

长／宽／厚 倾向 倾角 金属矿物 非金属矿物
矿石类型

似层状、

层状

硅质

灰岩

硅质

灰岩

硅质

岩

蚀变火

山岩石

和矽卡

岩

"#$%

"#&%

"’%

"##

()!

)#!

#)*#!

+,!

+-!

+.!

.)/／#%/／#0%’ 1 ’(2

(-(／’’#-／,0-# 113 ’%2

’%-/／,-/"’#/／#0-, 113 ’%2"#)2

%/#-／,#"’).’／%0-) 14"13 )2"#-2

%’-(／’(%"’)./／,0+- 14"13 ’(2"#+2

#(-(／’//"’(,(／-0-( 14"13 ’%2"#)2

铁闪锌矿、黄铁矿、脆硫

锑铅矿

方解石、石英 浸染状、细脉

状、团包状

铁闪锌矿、黄铁矿、脆硫

锑铅矿、毒砂

方解石、石英、绿泥

石

浸染状、细脉

状

铁闪锌矿、方铅矿、辉锑

矿、黄铜矿、黄铁矿

石英、方解石 纹层条带状、

细脉网脉状

铁闪锌矿、黄铁矿、磁黄

铁矿、毒砂、锡石、脆硫

锑铅 矿、黄 铜 矿、白 铁

矿、铜 蓝 方 铅 矿、黝 锡

矿、硫锑铅矿

方解石、石英、透辉

石、透 闪 石、绿 帘

石、阳起石、斧石、

绿泥石、菱铁矿、重

晶石、石膏

纹层条带状、

致密块状、浸

染状、细脉状

% 火山岩的岩石学特征

区内火山岩由于部分遭受较强烈的蚀变矿化，

在野外火山岩外貌特征已不明显，但依据显微镜下

斜长石、辉石斑晶等被交代的变余填间结构、变余斑

状结构、变余晶屑、玻屑凝灰结构及变余杏仁、变余

气孔状构造等可以恢复原岩。笔者对铜坑%/-中段

及钻孔中的火山岩磨片，鉴定结果表明火山岩的主

要岩石类型是玄武岩、苦橄玄武岩、安山玄武岩、安

山岩、粗面安山岩、凝灰岩。其主要特征如下。

# 玄武岩，岩石多具斑状结构、间粒结构，蚀变

作用较强烈，原岩矿物多已被碳酸盐、硅灰石等取

代。局部偶见斜长石斑晶，偶见钠长石聚片双晶残

余结构，部分辉石已经蚀变，但仍可见少量残余（图

#5、&、6、$）。$ 苦橄玄武岩，橄榄石含量低于%/7，

大多以斑晶形式出现。由于岩石被碳酸盐、硅灰石、

黝帘石等矿物交代，原岩的成分、结构较难辨清（图

#8）。% 安山玄武岩，岩石遭受强烈蚀变，仅见少量

碳酸盐化斜长石斑晶，局部可见斜长石具钠长石聚

片双晶；辉石大多均已蚀变，仍有少量残余（图#9）。

& 粗面安山岩，主要由斑晶、基质及捕虏体组成，斑

晶为板状斜长石、短柱状辉石，但均已被碳酸盐、绿

泥石、绢云母交代，基质由板条状斜长石微晶、绿泥

石、石英、磁铁矿等组成而具有填间结构，可见石英

捕虏晶。’ 粗面安山岩、凝灰岩，主要发现于各钻

孔的"地层的中上部，呈层状产出，暗灰色；原岩成

分、结构较模糊，均被黝帘石、硅灰石、碳酸盐、绿帘

石等变晶矿物取代；从矿物假像特征分析，由玻屑、

少量晶屑及大量火山尘组成。

, 结论

（’）研究区发现的层状火山岩，依据显微镜下

斜长石、辉石斑晶等被交代的变余填间结构、变余斑

状结构、变余晶屑、玻屑凝灰结构及变余杏仁、变余

气孔状构造等可以恢复原岩，鉴定结果表明火山岩

的主要岩石类型是玄武岩、苦橄玄武岩、安山玄武

岩、安山岩、粗面安山岩、凝灰岩。火山岩同上下围

岩呈整合接触关系，具有纹层条带等典型的沉积构

造特征，火山岩产出层位的上下围岩中含有大量竹

节石等海相化石，与硅质岩和碳酸盐相间成层，火山

岩应为海底火山活动产物。

（#）矿石对于层状火山岩有继承性和一致性关

系，表明成矿可能与火山作用有关。火山作用表现

为间歇性喷溢活动，其中的喷气和热泉活动导致海

底含矿热水沉积成矿作用，这可能不仅为大厂超大

型锡 多金属矿床的形成提供丰富的物质来源而且

提供了热动力作用。

（%）泥盆纪中基性火山岩的发现，对阐明大厂

矿床“喷流热水沉积成矿”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，矿

床的形成和海西期海底火山活动有密切的成因关

系，矿床成因可能为海相火山 喷流热水沉积 后期

叠加改造成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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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! 大厂锡矿泥盆系中基性火山岩显微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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